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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蓝山“最美农村路”成为“产业发展路”

新疆秋粮丰收形势显现 全区已完成玉米收获540余万亩

【中国新报】清晨，天还蒙蒙亮，一辆辆载着农副产品的货车从湖南蓝山县浆

洞瑶族乡出发，经过该乡上洞村至南风坳全长 13 公里公路，进入 j537 国道开往广东。

这条位于湘粤交界之处全长 13 公里具有“最美农村路”之称的公路成为湘粤两地“产

业发展路”。

该条全长 13 公里的公路，是该县瑶族乡通往外地的“黄金公路”。过去这里是

个偏僻闭塞的地方，这条公路的修建，使浆洞瑶族乡这个昔日的“丑小鸭”变成了“白

天鹅”。路段沿线为瑶族村寨，途经 4A 级国家级景区云冰山风景区，全线山、水、林、

田风光秀丽，被喻为“最美农村路”；路段连接 2 个乡镇 4 个行政村，为沿线 2 万多

名瑶乡群众出行提供了方便。

上洞至南风坳公路建成后，沿途村庄充分利用路通之后便利的交通优势，先后

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5 个，包括共享中药材合作社、尖峰茶叶合作社、黄牛养殖合

作社、山羊养殖合作等，形成以药材加工、牛羊养殖、茶叶种植为特色的“种养加”

产业发展新局面。

随着这条路的修通，蓝山县政府于 2017 年引进投资商在此地开发云冰山旅游区，

充分发挥其辐射作用，挖掘瑶文化、竹文化，以“一根竹子的旅行，一场瑶家的盛宴”

为主题发展旅游业，打造瑶族特色风情寨，大力发展观光旅游，带动餐饮、民宿及周

边旅游产业，把外出务工村民吸引回来创业致富。再就是，瑶族乡群众实现在家门口

就业梦，每年全乡有 3100 余人次在旅游区上班，平均日薪 200 元。

近年来，蓝山县以“建好、管好、护好、运营好”农村公路为总目标，积极开展“四

好农村路”建设。截至目前，全县管养国省道和农村公路共 1440.286 公里，公路“路

长”设置率、管养率、安全隐患治理率均达 100%；国道好路率 92.27%，省道好路率

91.22%，国省道综合养护管理 2020 年名列全省前列、全市第四名；农村公路好路率

93.49%，农村公路综合养护管理 2020 年名列全省第六名、全市第二名。

蓝山县 2019 年因农村公路建设被省政府表彰为“湖南省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县”，

2020 年被省政府评定为“2019 年度全省‘四好农村路’示范县”，2020 年被交通运输部、

财政部列为全国公路养护体制改革试点县，获评 2021 年“四好农村路”全国示范县。

（通讯员 陈流县  李贵日）

【中国网】石榴云 / 新疆日报讯（记者 刘毅报道）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获

悉：全区秋收工作进展顺利，目前已完成玉米收获 540 余万亩，机收率达到 90% 以上，

整体收获进度已过三成，剩余在田玉米长势良好，全区秋粮丰收形势已经显现。

近期，温泉县塔秀乡种植大户袁亮种植管理的 2000 亩制种玉米进入收获期，联

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快速有序收割玉米，确保颗粒归仓。“乡里帮我们提前协调收获

设备，农机按时下地，收获进展顺利。”袁亮说，今年的玉米管理到位、收获及时，

将再获丰收。

据介绍，随着玉米大规模收获季的到来，我区农机装备使用进入了高峰期。各

级农业农村部门及时掌握棉花、玉米收获机具供需、收种时间、作业进度、气象变化

等信息，研判“三秋”期间机具跨出和引进数量，指导各粮棉主产县提前制定工作预

案，组织供需双方签订作业订单合同，特别关注缺少机具、缺少劳动力、返乡困难的

农户以及“小散偏”地块的作业需求，对接落实“谁来作业、何时作业”等问题，确

保农机顺利下田。

目前，全区已检修各类农业机械 39.59 万台套，已投入今年“三秋”生产 29.24

万台套。各地成立了 249 个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，为农机手提供防疫、通行、作业信

息及后勤保障等服务，及时解决困难问题。

为做好秋粮收获期田间管理，我区农业农村部门还多途径开展“三秋”服务指导，

加强秋作物田间管理和防灾减灾，因地制宜开展分类指导和技术服务，稳住秋季农业

生产好势头。因地制宜推行玉米适当晚收等技术措施，守住玉米生产最后关键的半个

月，努力提高产量和质量。同时，指导农民做好粮食晾晒等工作，支持社会化组织和

收储企业提供烘干和存储服务，鼓励多元主体入市收购，确保秋粮丰收。

今年以来，全区深入实施“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”战略，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，

推广规范化播种、深耕深松等关键性增产技术，按照优先保障粮食生产用水的供水原

则，现场研究解决农业灌溉用水问题，全区农业灌溉用水得到有效保障，未发生区域

性春旱和“卡脖子”旱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得到不断提升。奇台县冬小麦以 863.8 公

斤 / 亩的单产水平再次刷新全疆纪录，玉米单产预计也将增加近 5 公斤 / 亩。

9 月中旬，沙湾市东湾镇串庄子村的玉米正在收获。孙志坤 摄


